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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

前言

　　所谓跨境民族，一般是指由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的、紧靠边境两侧分布、居住地直接相连而分居
于不同国家中的同一民族。云南有15个跨境民族，占全国跨境民族总数的将近一半，是全国沿边跨境
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的跨境民族问题，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云南的15个跨境民族是彝
族、哈尼族、壮族、苗族、瑶族、布依族、傣族、布朗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
、怒族、独龙族，此外还有尚未确定族属的克木人、芒人等也跨境而居。其中，彝族、哈尼族、壮族
、苗族、瑶族、布依族等主要分布在云南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与越南相
接；傣族和布朗族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佤族主要分布在思茅市和临沧市，景颇
族和德昂族主要分布在德宏景颇族傣族自治州，傈僳族、怒族、独龙族分布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与
缅甸相连。这15个跨境民族的总人口约1000万，其中有10％直接分布在8个边境州(市)25个边境县的近1
万个边境乡村，并占当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跨境民族在国际关系和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　　无论从社会经济文化现状还是未来发展的角度看，跨境民族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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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1》内容简介：云南的跨境民族大多数是云南特有的少数民族，拥
有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形态，多民族多宗教并存共处，求同存异的特点十分突出。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在多元化氛围中既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又保存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因此
，在他们的社会文化体系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和优良传统。这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积淀的文
化宝藏，深入挖掘和保护它们，丰富人类文化基因库，维护和促进人类社会持续而稳定的发展，无疑
是民族文化最长久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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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云南跨境民族中的宗教渗透与反渗透　　前言　　（一）　　宗教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
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据1996年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约有五分之四的人信奉各种宗教。其中就世界三大
宗教而言，信奉基督教的人数为19.5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3.7％；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数为11.27亿，占
世界总人口的19.4％；信奉佛教的人数为3.1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6％。此外，各民族传统宗教中信奉
人数较多的有，印度教徒7.93亿，犹太教徒1385.8万，锡克教徒1700余万，耆那教徒350余万。信奉各种
新兴宗教的人数为1.23亿，其中人数较多的巴哈伊教，有教徒600余万。在现实社会中，宗教作为一种
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诸如哲学、文学、艺术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人类
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各种形式对现实社会发挥着特殊的影响力。　　马克思
主义认为，宗教作为社会现实的产物，体现了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随着不同社会文化间的相互交流
，不同的意识形态也会随着宗教的传播，对其他社会造成影响。宗教具有十分强大的渗透功能。在一
个民族内部，它不仅可以渗透到本民族文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宗教还往往带有十分强烈的向外
传播欲望，总是希望争取更多的信徒，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因此历史上宗教常常成为不同社会、文化
甚至政治势力利用的工具。在我国，从佛教传人中国的那一刻起，崇尚儒家伦理道德的士大夫就不断
从民族文化的良心角度出发敏感地考问“祖师西来意”，生怕佛教文化“以夷变夏”。著名的“三破
论”（入国破国，人家破家，人身破身）已经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说明统治者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宗
教作为一种文化，破坏了本土文化，将会给一个国家的政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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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业必读百读不厌静静阅读，是享受知识性强、信息量大
2、导师推荐的书，还不错啊。
3、看过，内容丰富，很有深度。
4、书的质量一如既往的好，反宗教渗透方面的书，很好！
5、买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写作论文提供参考。这书水平高，内容丰富，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6、选作教材，不错的东东，一册在手，了解云南跨境民族的主要宗教文化
7、送给导师，他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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